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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马英九一行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0
日下午在京会见马英九一行。
　　习近平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
世界上伟大的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举世
无双的中华文明，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荣
光。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漫长历史，记载着历代先民迁
居台湾、繁衍生息，记载着两岸同胞共御外侮、光复台
湾。中华民族一路走来，书写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
史，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实。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没
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海
峡的距离，阻隔不断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制度的不
同，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客观事
实。外部的干涉，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势。两岸
同胞一路走来，始终一脉相承、心手相连、守望相助。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两岸青年好，两岸
未来才会好。两岸青年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
气，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
　　习近平强调，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
化、共同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民族有共同的责
任、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我们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和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
　　第一，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中华民族、中
华文明几千年来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却生生不息、绵
延不断，关键在于中华民族始终有着国土不能分、国家
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一个坚
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

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
外部势力干涉，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同追求
和平统一的美好未来，把中华民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
国人自己手中。
　　两岸同胞都盼望家园和平安宁、家人和谐相处，为
此就必须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键是坚持体现一个
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核心是对两岸同属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基本事实有共同的认知。只要不分裂国
家，只要认同两岸都是中国人、一家人，两岸同胞完全
可以坐下来，就家里人的事先接触交流起来，增进了
解，累积互信，化解矛盾，寻求共识。
　　第二，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为两岸同胞谋
福祉是我们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创中华
民族绵长福祉，这个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
是实现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包括台湾同胞在
内的全体中国人过上更好的日子，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有能力带领14亿多大陆同胞过上
好日子，也完全有能力同台湾同胞一起共创美好未来。
　　我们始终以台湾同胞福祉为念，率先同台湾同胞分
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享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成
果，积极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让台湾
同胞利益更多、福祉更实、未来更好。
　　第三，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在漫
长历史中，共同建设了包括宝岛台湾在内的祖国疆域，共
同书写了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民
族精神。两岸同胞从来都是一家人，应该常来常往，越走
越近、越走越亲。我们将采取更有力措施积极推动两岸交

流交往交融，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交心，在交往中增信，
促进心灵契合。我们热诚邀请广大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
一走，也乐见大陆民众多去祖国宝岛看一看。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两岸同胞共同
的精神家园。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自觉做中
华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增强中华民族的归
属感、认同感、荣誉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四，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过百年奋
斗，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迎来了民
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不仅实现了孙中山先生当年描绘的
蓝图，而且创造了许多远远超出孙中山先生设想的成
就。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凝结着两岸同胞的
奋斗和汗水，需要两岸同胞同心共创、接续奋斗，也终将
在两岸同胞的接力奋斗中实现。两岸青年必将大有可为，
也必定大有作为。我们欢迎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追梦、筑
梦、圆梦，持续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成功创造更好条
件、更多机遇。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相依相伴、同心同
行，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习近平说，4月3日，花莲县海域发生7.3级地震，造
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我对遇难同胞表示哀悼，对灾
区民众表示慰问。
　　马英九表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人民同属中
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应深化交流合作，共同传承中华
文化，提升两岸同胞福祉，携手前行，致力振兴中华。
　　与会台湾青年代表作了发言。
　　王沪宁、蔡奇等参加会见。

跟风打卡 别只为了拍片发文案
□本报评论员 薛静

  “网红打卡点”一个接一个爆火，从南到北从东
到西，说到底，这是网络经济从线上到线下的深度
延续，也是人们消费观念的多样化体现。
  世界太大，而人的精力总是有限，如何能在
有限的时间内见识更多的风景？伴随着网络经济
的兴起，这个问题逐渐有了答案。借助网络，把
身边司空见惯的景色推介给远方的人，拉近了彼
此的距离，也扩大了景色所在地的影响范围。同

时，因为这些“网红打卡点”，各地也有了更多
打造城市亮丽名片的抓手，以信息化、数字化带
来的红利发展经济，以此创造新的消费模式。
  “网红打卡点”太红火，难免其中有“虚
火”。打开社交平台，“绝美的小众打卡点，绝
对出片，大家冲冲冲……”雷同的文案、类似的
图片一抓一大把。深度剖析盲目跟风打卡现象，
不难发现有些年轻人精神世界极度匮乏的事实。
很多人跟风去打卡，目的只是为了拍照发到网
络，纯粹为“吸睛”而去。细问这个打卡点为什
么红、背后有什么文化底蕴、周边又有哪些值得
挖掘的奇闻轶事，大都是一脸茫然。
  与网络上热闹的评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旅
途中空白的情绪和记忆。然而网络上的喧嚣终会
归于平静，值得回味并帮助我们提升的，应该是
在旅途中所见所闻基础上得来的知识和思考。如
果只是一味去打卡，即便是体验了短暂追捧的兴
奋，过后还是一无所获。
  追求流量不是错，但追求流量需理性。为了
旅途花费的时间、精力、金钱，难道不值得我们
去探索更多未知的广阔天地吗？

  因为被说唱歌手诺米选做歌曲《谢天
谢帝》的MV取景地，四川成都武侯区玉林
七巷一居民区楼下的健身器材场地火了，因
歌词中的“diss你”被网友调侃谐音称为“成
都迪士尼”，吸引年轻人前来打卡。不过这里
是一处居民区，并非旅游景点也非商业街
道，游人频繁打卡，造成噪音扰民等问
题，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困扰，还有
网友觉得无聊。     （据澎湃新闻）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
建设部、商务部、应急管理部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以标准提升牵引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
案》，目标到2025年完成重点国家标准制修订294
项，有力支撑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行动方案提出实施标准提升行动，坚持标准引
领、有序提升，强化标准比对、优化体系建设，加快
制修订节能降碳、环保、安全、循环利用等领域标
准，围绕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回收循环利用
三方面布置标准提升工作任务：
　　一是加快提升能耗能效标准，持续完善污染物排
放标准，加强低碳技术标准攻关，提升设备技术标准
水平，筑牢安全生产标准底线。今明两年完成重点国
家标准制修订113项，持续引领设备更新。

　　二是推动汽车标准转型升级，加快家电标准更
新，强化家居产品标准引领，加大新兴消费标准供
给。今明两年完成重点国家标准制修订115项，有效
促进消费品以旧换新。
　　三是推进绿色设计标准建设，健全二手产品交易
标准，提升废旧产品回收利用标准，完善再生材料质量
和使用标准，加大回收循环利用标准供给。今明两年完
成重点国家标准制修订66项，有力推动产业循环畅通。
　　行动方案明确了相关保障措施，提出要推动标准
和政策统筹布局、协同实施。大力推进绿色产品、高端
品质认证。建立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强化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配套出台一批“新三样”中国标准外文版，
推动我国优势技术、产品、服务走出去。同时要加强监
督检查，监测评估标准实施成效和问题，扎实推动行动
方案落地见效，最大程度释放标准化效能。

七部门部署标准提升行动 支撑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潍坊农业出口额

连续5年突破百亿元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宋玉璐）4月10
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潍坊现代农业
“走出去”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近年来，潍坊把潍
坊国家农综区（简称“农综区”）建设作为全市推进乡
村振兴的头号工程和拓展提升“三个模式”的主引擎，
为全国农业开放发展打造了样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建设农业强国作出了积极贡献。
  聚焦惠企出海，助力潍坊农品勇闯世界。联合海关创
新实施农产品通关便利化改革，先后优化实施35条海关
监管措施，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农业高水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目前，潍坊农产品出口企业已
发展到700多家，潍坊农品远销136个国家和地区，农业出
口额连续5年突破百亿元，2023年出口达147.9亿元，蔬菜
出口量、禽肉出口货值分别占全国的1/8、1/6。
  聚焦开放发展，深化交流合作。发挥农综区国家平
台作用，加快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向全球延伸布
局。先后成功组织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特色农产品云
上博览会、盐碱地综合利用国际大会、中国-东盟数字
农业论坛、首届智慧农业博览会等国际性展会活动，吸
引50多个国家来潍考察对接，带动潍坊海外“朋友圈”
进一步扩容。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成立
农综区外向型农业企业优质品牌联盟，推动20多家农业
企业到境外建设产业园区，组织中东农产品贸易采购团
来潍对接洽谈，与我市30余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推动
更多优质农产品占领国际高端市场。

山东潍坊：风筝制作生产忙

  4月8日，在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杨家埠村，当地村民
在传统风筝制作工坊里制作风筝。近日，潍坊市的传统风
筝制作工坊和现代风筝生产企业忙着制造风筝产品，满
足春季风筝市场需求。潍坊有制作风筝的悠久传统，共有
风筝企业600多家，从业人员8万人。潍坊风筝年销售额20
多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华社发


